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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9 月 23 日在接见探月
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探月工程成果凝结
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
个侧面展示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
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亲切关怀、殷切期望，让广大航天
工作者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家表
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大力
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
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在不懈追求航天
梦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为建设航天强
国再立新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
贡献。

标志性成果  科技自立
自强取得显著成就

今年 6 月，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
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是我国
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
志性成果。

“不断刷新的月球探索新高度，见
证了中国人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不停
脚步。”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20 年来，探月工程从零起
步，我们向先行者学习，但绝不是亦步
亦趋效仿，而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
路，坚持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一张蓝图绘到底，如期实现了目标。”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
到“奋斗圆梦”，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实现
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近 3000 家单位、约 10 万人协力攻
关，嫦娥六号任务中的一个个重大节
点，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刚记忆犹
新：“新时代以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优势，以探月工程为代表的重大科
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航天强国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
标不断变为现实。”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
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攻克 247 项
关键技术，送“嫦娥”飞天，也有力支
撑了一系列航天强国标志性工程的成功
实施。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王珏备受激励，深感继续
创新的紧迫。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研制团队
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航天强国和科技
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化作一步一个脚印
的实干行动，用更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
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国探索宇宙空间的能力。”王珏说。

弘扬探月精神  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弘扬探月精神，令在现场的航天
工作者深受鼓舞。

不断追求梦想，是探月工程奋勇向前的澎湃动力。

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副总设计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邓湘金说，从探月
工程立项时“一张白纸绘蓝图”，到嫦
娥六号多项技术“国际首创”，事实证
明，外国人没做过的，我们中国人照
样可以做到、可以做好。

“一棒接着一棒，一环扣着一环！”
20 年探月逐梦，嫦娥六号任务地面应
用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左维长期参与其中，眼下
她正和同事一起对嫦娥六号月背样品
进行制备、分装，“探月工程不仅把中
国印记成功留在月球上，也让中国开
启了月球研究新篇章。我们要继续努
力做好月球样品科学研究，为建设航
天强国、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
成于实干。

当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成功展开，
鲜艳的“中国红”让无数人流下热泪。要
能耐受高真空、高低温循环、强剂量紫
外辐照等极端环境，这面国旗不简单。

“把每个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再
大 的 难 题 也 能 突 破 。” 认 真 学 习 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参与嫦娥
六号月面国旗展示系统研制任务的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副主任设计师程昌满
怀信心地说，“未来要继续弘扬探月精
神，保障完成新的任务，为进一步增
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添砖加瓦’。”

再向深空探索  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力量

“嫦娥”既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
类。我国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的原则。

嫦娥六号测控分系统总师、中国
电科 39 所副所长荣武平说，下一步，
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
续为全球深空探索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

遥望太空，中国有能力飞得更远，
人类有能力飞得更高。

佳木斯 66 米深空站、喀什 35 米天
线组阵系统……探月工程深空探测网
的最前端设备，不仅为嫦娥六号采样
返回任务实时“保驾护航”，未来有望
为更复杂的深空探测任务提供保障。

“我们欢迎中外科学家按照月球样
品管理办法，积极申请，一道开展月球
样品研究。”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主任关锋表示，将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敞开胸怀，
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
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
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

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探月工程嫦
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极大鼓励了广大航天工
作者继续投身奋力创新、探索未知的科技事业。

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汪作来表示：“我们
将以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发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努力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
空间应用全面发展，为人类的科技进步贡献更多力量。”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4 日 电  记 者 董 瑞 丰 、 宋 晨 、
李恒）

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者
谢希瑶）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
家外汇管理局 24 日联合发布 《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继续
保持世界前列。

公报全面反映 2023 年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情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
列。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
量 1772.9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8.7%，
占全球份额的 11.4%，较上年提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 12 年列全球前
三，连续 8 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
2023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96 万亿美元，连续 7 年排名全球

前三。
二 是 境 外 企 业 覆 盖 全 球 超 过

80% 的国家和地区。截至 2023 年底，
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 189 个国
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 4.8 万家，其
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
境外企业 1.7 万家。2023 年，多数境
外企业盈利或持平。

三是投资领域持续多元，近八
成投向四大领域。2023 年，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 18 个
行业门类，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
务、批发零售、制造、金融四个领
域的投资占全年总量近八成。对建
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 业 投 资 增 长 较 快 ， 增 速 分 别 为

97.2%、34.9%。
四 是 对 亚 洲 和 非 洲

投资快速增长，对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

资 增 长 三 成 。 2023 年 ， 中 国 对 外
直接投资近八成流向亚洲，比上年
增长 13.9%，其中对东盟投资 251.2
亿美元，增长 34.7%。对非洲投资
39.6 亿 美 元 ， 是 上 年 的 2.2 倍 。
2023 年 ， 对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国
家直接投资 407.1 亿美元，较上年
增长 31.5%。

五是对世界经济贡献日益凸显。
2023 年，对外投资带动中国货物进
出口 2731 亿美元，增长 6.4%，占同
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的 4.6%，境
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5 万亿美元，
向投资所在地纳税 753 亿美元，年
末境外企业员工总数近 430 万人，
其中六成为外方员工。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
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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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世界前列

9月 24日 10时 31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 41
星、星时代—15/21/22卫星、驭星二号05星、复旦一号卫星、天雁15星和吉天星A—01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图为发射现场。 成  林摄 （人民视觉）  

一箭八星一箭八星！！
中国成功发射天仪中国成功发射天仪 4141 星等星等 88 颗卫星颗卫星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记
者周圆、陈炜伟） 记者从 24 日举行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目前 1500 亿元超长期特别
国债资金，已安排到 4600 多个设备
更新项目。初步测算，今年国债资
金 支 持 的 设 备 更 新 项 目 总 投 资 近
8000 亿元，可以带动各类设备更新
超过 200 万台 （套），形成节能量约

2500 万吨标准煤/年。
重点领域设备更新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对稳增长、促转型的作用不断
显现。今年前 8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
投资同比增长 16.8%；全国报废汽车
回收量为 421 万辆，同比增长 42.4%，
已达到去年全年报废量的90%以上。

在建筑市政领域设备更新方面，
今年前 8 个月，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
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累
计 增 长 23.5%、 21.6%。
其中今年计划通过超长期

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各地对 4 万余台
使用 15 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实施
更新。

此外，政策大力支持高耗能高排
放设备更新改造。今年超长期特别国
债资金支持的用能设备更新项目超
过 500 个。相关项目实施后，预计每
年可形成节能量约 300 万吨标准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00万吨。

今年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项目总投资近8000亿元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也是最伟大的书写者。
75 载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谱写了恢

弘壮丽的史诗，铸就了人民共和国彪炳史册的伟业。
穿越历史烟云，一个真理昭示未来——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万山磅礴看主峰——

坚强核心凝聚力量，科学理论指引方向

九曲黄河，千回百转，奔流激荡。
一部治黄史，也是一部治国史。一组数据对比鲜

明：新中国成立前的 2500 多年间，黄河下游决溢 1500
多次，改道 26 次，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苦难；新中国成
立至今，黄河 70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20多年不断流。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30 多次深入沿黄省
区考察，深刻思考治黄和治国的紧密关联，在上中下游
3 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深远谋划推进黄河安澜的长
久之策。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一曲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正在神州大地唱响。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
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是党的百年奋斗

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
根本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山雄有脊，房固赖梁。
新时代以来，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
略，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既要有坚强核心的引领，也要
有科学理论的指引。

2020 年 9 月 17 日，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细雨中，总书记撑着伞，望着
檐上“实事求是”的匾额，久久凝思。

“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
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
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行。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
们党始终坚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以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思想创新引领实
践变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从“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到“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科学指引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

核心就是力量，思想就是旗帜。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是“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深刻总结，
也是“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行动指南。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强大的领导力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
各方面

2021 年 9 月 13 日，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榆林，走进杨家沟革命旧址。

7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这个小山沟进驻
了 120 天，毛泽东同志曾在此写下 40 余篇文献和 80 余封
电文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随着电台的电波，党中央的声音从陕北窑洞传向大
江南北，全党全军无条件执行命令、听从指挥，在战场
上势如破竹、克敌制胜。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始终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一个又一个事实雄辩证明，中国
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
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坚定的目标引领力，指引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2 年 11 月底，参观国家博
物馆 《复兴之路》 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始终不渝。以宏阔目标引领航向、凝聚力
量，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深远而坚定。

新中国成立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擘画，点燃
激情燃烧的奋斗岁月；改革春潮涌动之时，“三步走”
的路线图，激发追赶时代的澎湃动力；进入新时代，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指引
亿万人民向着光明未来勇毅前行。

将“大构想”同“小目标”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以高度的战略自觉笃行不
怠，积跬步以至千里。

75 年来，我们党接续编制和实施十四个“五年规划
（计划） ”，犹如一座座里程碑，串联起了从“一辆汽
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实
现铁路进青藏、港口连五洋、神舟遨太空、“祝融”探
火星的中国壮举。

强大的组织力，确保全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一张“五级书记同框”的照片，揭示了中国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2020 年 4 月，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

区内，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迎面
走来。画面中，从党的总书记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
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出现在扶贫第一线。

（下转第二版）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光辉历程经验与启示述评之一

新华社记者


